
— 1 —

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榕政规〔2023〕1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民用无人
驾驶航空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

“3820”战略工程思想精髓，落实强省会战略，加快推进中国东

南（福建）科学城和科创走廊建设，支持福州民用无人驾驶航空

器产业发展，争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，壮大我市战略性新

兴产业集群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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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若干意见。

一、布局建设产业园和飞行营地

（一）建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联络机制。畅通民用无

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申请主体与部队空域管理主管部门的沟通渠

道，协助申请主体了解部队空域申请流程。进一步加强民用无人

驾驶航空器的飞行管理，打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“黑飞”行为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公安局，配合单位：市工信

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应急管理局）

（二）支持建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园。鼓励闽侯县、

高新区、永泰县建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园，由园区主管部

门制定产业园建设标准，对满足建设标准的产业园经审定后授牌。

加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优质项目引进力度，支持建设新技术应

用交流和演示验证平台，吸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企业在产业园

区内集聚，培育和壮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。〔牵头单位：市

工信局，闽侯县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、永泰县政府，配合单位：

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，相关县（市）区政

府〕

（三）推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营地建设。支持和引导

建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营地。引导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

行营地融合生态、科教、文化、教育、娱乐等要素开发建设，打

造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服务综合体。〔牵头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发



— 3 —

改委，配合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体育局，相关县（市）区政府〕

（四）打造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示范工程。推动民用无人驾

驶航空器与光电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、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融合

发展，打造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示范工程。每年择优评定不超过

10家经济效益良好、创新示范性强、有生产线和产值的民用无人

驾驶航空器优质生产制造企业并向社会公布，由市级财政给予每

家企业 20万元奖励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发改委，配合单位：市工信

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公

安局）

二、增强科研创新能力

（五）提高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企业创新能力。支持民用无

人驾驶航空器企业在中国东南（福建）科学城、科创走廊设立研

发平台，对承租市属国有产权双创孵化载体的小微企业，2022年

减免 6个月租金。鼓励其他市场主体经营的双创孵化载体在充分

协商的基础上，减免入驻的小微企业2022年不超过6个月的租金，

市财政按减免租金总额的 100%，给予单个市场主体最高不超过

100万元补助。支持我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结合生产

需求购买和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，积极争取省科技成果购买补助。

落实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，

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鼓励企业创新研发中的杠杆作用。鼓励和引

导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展品牌创新，做好企业知识产权的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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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和保护工作。〔牵头单位：市科技局，科创走廊相关县（市）

区政府，配合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〕

（六）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创新平台建设。支持民用无

人驾驶航空器企业依托福州新区、福州软件园国家级双创示范基

地和各类孵化平台，加快发展新型孵化模式。支持协同创新和科

技成果就地转化，加快培育国家、省级创新研发平台，对于新获

批列入国家、省、市级创新研发平台的主体按照有关政策予以配

套奖励。鼓励和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成立民用无人驾

驶航空器协同创新平台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工

信局，配合单位：福州新区管委会，市财政局、福州软件园管委

会）

（七）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专业人员培训。鼓励有条件

的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申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专业，建立

多层次多类型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人才培养和服务体系。鼓励

企业引进国内外高层次研发技术人才，开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

技术人员培训，支持设立福州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训基地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教育局，配合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科技局）

三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

（八）引导基金支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发展。引导已

设立的政府基金支持科技含量高和市场前景好的民用无人驾驶航

空器产业项目。鼓励和引导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企业根据自身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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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需求，积极对接我市政府引导性基金，深化交流合作。引导天

使投资、创业投资等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加大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

器产业投资力度。（牵头单位：市金融监管局，配合单位：市财政

局、市工信局，市金控集团）

（九）拓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企业融资渠道。鼓励民用无

人驾驶航空器企业通过厂商融资租赁的方式扩大业务规模。积极

推荐符合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企业列入上市后备企业名

单，按照我市扶持企业上市政策给予资金奖励，鼓励企业上市融

资。（牵头单位：市金融监管局，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，市金控集

团）

四、支持企业开拓市场

（十）开发开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用场景。在履行报批

程序、确保安全前提下，支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大型活动中

配套开展展演活动。按照规定开展集低空竞技和主题表演为一体

的飞行比赛及活动。结合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5G等新一代信息技

术，拓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宣传、测绘、巡检、环保、农林、

消防、监控、气象、旅游观光、物流等领域方面的应用。（市工信

局、市商务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交

通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城管委、市建设局等部

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十一）搭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展示平台。支持民用无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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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航空器企业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、海创会等大型活动中展示

技术和产品，协调争取为参展企业减免场地费用。支持和鼓励企

业举办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博览会、技术研讨会等高端论坛，

并按照现有补助条件和标准予以主办方资金支持。（牵头单位：市

商务局，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大数据委、市发改委、市文旅

局）

五、强化项目招商

（十二）加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项目招商落地。围绕民用

无人驾驶航空器上中下游产业开展针对性招商，对满足新增协议

投资且在签约 1年内开工建设的项目，落地后固定资产投入按照

工业技改项目配套政策补助。将新落地或已落地的大项目、好项

目纳入市重点项目盘子，争取列入省重点项目盘子，按照规定争

取既有相关政策支持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招商服务中心，配合单位：

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六、引导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

（十三）扶持培育专业协会发挥行业作用。通过行业协会拓

宽政府、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沟通渠道，加强与全国、省级行业协

会的交流，共同服务、培育和壮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企业。发

挥好专业协会协同监管的作用，强化行业自律，从源头上规范民

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生产和应用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发改委，配合单

位：市民政局、市工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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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适用于在福州市从事民用无人驾

驶航空器产业相关活动的企业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月 6日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3年 1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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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厅，市人大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1月6日印发


